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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　目的：优选骨松强骨颗粒的醇提最佳工艺。方法：以提取液中淫羊藿苷含量，人参皂苷Ｒｇ１含量及总固体得率为指标，采

用正交实验法，优选醇提工艺。结果：处方药材的最佳醇提工艺为７０％乙醇１０倍量，提取３次，１５ｈ／次。结论：优选的提取工
艺稳定可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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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骨松强骨颗粒处方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的经验
方，由淫羊藿、三七、黄芪、骨碎补、葛根、附子、鹿角霜、

何首乌组成，具有益气补肾、强筋壮骨、温阳通脉、理气

止痛作用。该处方在临床应用１０余年，疗效显著，安
全性高，按新药开发拟制成颗粒剂。用于治疗原发性、

继发性骨质疏松及骨软化症。根据所含的化学成分和

药理作用结合功能主治，淫羊藿、三七、骨碎补、葛根４
种药材采取醇提的方法。淫羊藿补肝肾，强筋骨［１］。

淫羊藿所含的淫羊藿苷可促进骨细胞的分化成熟，促

进成骨细胞的增殖［２］，为治疗骨质疏松的有效化学成

分［３］。三七为贵重药材，三七所含的人参皂苷 Ｒｇ１为
其主要成分［４］，且含量较高。人参皂苷 Ｒｇ１可增强机
体免疫力［５］。因此，以淫羊藿苷含量和人参皂苷 Ｒｇ１
的含量及总固体得率为指标来优选提取条件，从而为

制定生产工艺提供依据。

１　仪器与试药
１１　仪器　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１００ｓｅｒｉｅｓ液相色谱系统（美国安
捷伦），ＸＳ２０５ＤＵ电子分析天平（瑞士梅特勒），ＨＨ－６
金坛市科兴仪器厂水浴锅。

１２　试药　淫羊藿、三七等药材均购自洛阳康鑫中药
饮片有限公司，经河南中医学院董成明教授鉴定符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２０１０版一部规定；淫羊藿苷对
照品（１１０７３７－２００４１５）、人参皂苷 Ｒｇ１对照品（７０３－
８９０３）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；乙腈、甲醇为色
谱纯，其余为分析纯；水为超纯水。

２　方法与结果
２１　醇提液的制备　采用加热回流的提取方法［６］，选

用Ｌ９（３
４）正交进行实验，以加醇量（Ａ），提取时间

（Ｂ），提取次数（Ｃ），醇浓度（Ｄ）为考察因素，进行４因
素３水平的正交实验。因素水平见表１，一次称取处方
量药材５０ｇ，分别称取药材共９份，按表２加醇液提
取，药液经过滤即得１～９号样品。

表１　因素水平表

水平

因素

加水量（倍）

Ａ
煎煮时间（ｈ）

Ｂ
煎煮次数（次）

Ｃ
醇浓度（％）

Ｄ

１ １０ １ １ ５０
２ １２ １５ ２ ６０
３ １４ ２ ３ ７０

２２　淫羊藿苷含量的测定［７］

２２１　色谱条件［８－９］　色谱柱安捷伦 Ｃ１８柱；乙腈∶水
（２８∶７２）为流动相；检测波长２７０ｎｍ；柱温３５℃；理论
塔板数淫羊藿苷峰计算应不低于１５０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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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２２　标准曲线的绘制　精密称取淫羊藿苷１９ｍｇ
对照品，置１０ｍＬ容量瓶中，加甲醇至刻度，制成０１９
ｍｇ／ｍＬ的溶液，分别精密吸取 ０１ｍＬ，０２ｍＬ，０３
ｍＬ，０４ｍＬ，０５ｍＬ，０６ｍＬ，０７ｍＬ上述溶液，用甲醇
分别稀释至１ｍＬ。过滤后分别吸取２０μＬ注入液相色
谱仪。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峰面积。以淫羊藿苷的浓度

（ｘ）为横坐标，峰面积积分值（Ｙ）为纵坐标线性回归，得
回归方程为Ｙ＝３９５３２Ｘ＋６６９８６，Ｒ２＝０９９９８，表明淫羊
藿苷在００１９～０１３３ｍｇ／ｍＬ范围内线性良好。
２２３　供试品溶液的制备［１０］　按处方量称取药材提

取，精密移取提取液２ｍＬ，蒸干，加稀乙醇，定容至１０
ｍＬ。
２２４　对照品溶液的制备　取淫羊藿苷对照品１６
ｍｇ，加甲醇定容至１０ｍＬ容量瓶中，制成每０１６ｍｇ／
ｍＬ的溶液。
２２５　阴性溶液的制备　称取处方量缺淫羊藿的其
余药材提取，照供试品的制备方法制备阴性溶液。

２２６　含量测定　分别精密吸取过０４５μｍ滤膜的
对照品溶液，供试品溶液、阴性溶液各２０μＬ注入液相
色谱仪。ＨＰＬＣ图见图１，结果见表２。

表２　Ｌ９（３
４）正交实验表

实验号
因素

Ａ Ｂ Ｃ Ｄ
结果

淫羊藿苷含量（ｍｇ／ｇ）人参皂苷Ｒｇ１含量（ｍｇ／ｇ）总固体得率（％）
综合评分

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０６４６ ０２８６１ ３１７ ６７８１９６
２ １ ２ ２ ２ ０１０１３ ０２５６１ ３５９ ８１２３３５
３ １ ３ ３ ３ ００７９１ ０４０６４ ４１３ ８９６７１５
４ ２ １ ２ ３ ００６４２ ０２３１９ ３１０ ６２０１４５
５ ２ ２ ３ １ ００８７８ ０２１８６ ４４８ ７６１８５
６ ２ ３ １ ２ ００６４１ ０１２６９ ２７１ ４９８９９４
７ ３ １ ３ ２ ００９６５ ０１９９２ ４２８ ７６８１８
８ ３ ２ １ ３ ００５７７ ０３４８２ ３０２ ７０５３７６
９ ３ ３ ２ １ ００６６０ ０１４９６ ４０８ ５８９９９９
Ｋ１ ７９，５７５ ６８８８４ ６２７５２ ６７６６８
Ｋ２ ６２７００ ７５９８５ ６７４１６ ６９３１７
Ｋ３ ６８７８５ ６６１９０ ８０８９２ ７４０７５
Ｒ １６８７５ ９７９５ １８１４ ６４０７

　　注：综合评分＝（淫羊藿苷含量／淫羊藿苷最大含量）×０４×１００＋（人参皂苷Ｒｇ１含量／人参皂苷Ｒｇ１的最大含量）×０４×１００＋（总固体得率／

最大总固体得率）×０２×１００。

２３　三七中人参皂苷Ｒｇ１含量测定
［１１］

２３１　色谱条件［１２－１３］　色谱柱安捷伦Ｃ１８；乙腈为流
动相 Ａ，水为流动相 Ｂ；检测波长为 ２０３ｎｍ，柱温
３５℃；流动相比例如下图表 ３，理论板数按人参皂苷
Ｒｇ１算应不低于４０００。

表３　流动相比例

时间（ｍｉｎ） 流动相Ａ（％） 流动相Ｂ（％）

０～６ ２１ ７９
６～２８ ２１～２６ ７９～７４

２３２　标准曲线的绘制　精密称取人参皂苷 Ｒｇ１标
准品１２５ｍｇ，放入１０ｍＬ容量瓶中，加甲醇至刻度，
制成１２５ｍｇ／ｍＬ的溶液，分别精密吸取０１ｍＬ，０２
ｍＬ，０３ｍＬ，０４ｍＬ，０５ｍＬ，０６ｍＬ，０７ｍＬ的上述
溶液加甲醇至１ｍＬ。分别精密吸取２０μＬ，按上述色
谱条件注入液相色谱仪。以人参皂苷 Ｒｇ１的浓度（Ｘ）
为横坐标，峰面积（Ｙ）为纵坐标线性回归，回归方程为
Ｙ＝７４２１７Ｘ＋１０５８６，Ｒ２＝０９９９７，表明人参皂苷Ｒｇ１
在０１２５～０８７５ｍｇ／ｍＬ范围内线性良好。
２３３　供试品溶液的制备［１４］　按处方量称取药材５０

ｇ提取，精密量取乙醇提取液１０ｍＬ，蒸干加２０ｍＬ水
溶解，水溶液用水饱和的正丁醇萃取 ３次，每次 ２０
ｍＬ，合并正丁醇液，弃水液，用正丁醇饱和的氨试液洗
涤２次，每次２０ｍＬ，合并正丁醇液，用正丁醇饱和的
水液洗涤１次，每次６０ｍＬ，取正丁醇层，蒸干，用甲醇
溶解并定容至１０ｍＬ容量瓶中。
２３４　对照品溶液的制备　精密称取人参皂苷 Ｒｇ１
对照品４７ｍｇ，加甲醇定容至１０ｍＬ容量瓶中。制成
含人参皂苷Ｒｇ１０４７ｍｇ／ｍＬ的溶液。
２３５　阴性溶液的制备　按处方量称取缺三七的其
余药材提取，照供试品的方法制备阴性溶液。

２３６　含量测定　精密吸取过０４５μｍ滤膜的对照
品溶液，供试品溶液、阴性溶液各２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
仪。ＨＰＬＣ图见图２，结果见表２，方差分析见表４。
２４　总固体得率的测定［１５］　精密量取样品液３０ｍＬ
至恒重的蒸发皿中，水浴蒸干后在１０５°Ｃ干燥箱中干
燥５ｈ，于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，待恒重时精密称定，计
算总固体得率，见表２。
２５　结果　分析极差值知因素对结果影响大小顺序

·９４３１·世界中医药　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第８卷第１１期



为：煎煮次数＞加水量 ＞煎煮时间 ＞乙醇浓度。由方
差分析知各影响因素对结果影响都不显著，由直观分

析知最佳组合为 Ａ１Ｂ２Ｃ３Ｄ３即１０倍醇液，每次煎煮
１５ｈ，煎煮３次，乙醇浓度为７０％。

图１　为淫羊藿的ＨＰＬＣ图（注：Ａ为淫羊藿苷的对照品溶液；Ｂ为样品溶液；Ｃ为阴性溶液；１为淫羊藿苷）

图２　三七的ＨＰＬＣ图（Ｄ为三七中人参皂苷Ｒｇ１的对照品溶液；Ｅ为样品溶液；Ｆ为阴性溶液图；２为人参皂苷Ｒｇ１）

表４　方差分析表

因素 Ａ Ｂ Ｃ 误差

离差平方和 ４３８２２５ １５３６２９ ５３２３７５ ６６３９５
自由度 ２ ２ ２ ２
方差 ２１９１１２ ７６８１５ ２６６１８７ ３３１９７
Ｆ ６６００ ２３１４ ８０１８

显著性 ＞００５ ＞００５ ＞００５

２５１　验证实验　分别称取药材以最优的工艺提取，
按“２２”和“２３”项下测定淫羊藿苷含量和三七中人
参皂苷Ｒｇ１的含量，测定总固体得率。验证３批结果
差异无统计学意义。

３　讨论
淫羊藿苷含量测定时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

典》２０１０版方法，由于复方组成的干扰，对流动项的比
例进行了选择，调整为乙腈∶水为２８∶７２，就得到理想
的峰形和保留时间。三七中人参皂苷Ｒｇ１的含量测定
时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进行了优选：１）以乙醇提取
液取１０ｍＬ，蒸干加甲醇溶解并定容至１０ｍＬ；２）先将
乙醇提取液取１０ｍＬ蒸干加２０ｍＬ水溶解，水溶液用
水饱和的正丁醇液萃取３次，每次２０ｍＬ，弃水液，正
丁醇液合并，用正丁醇饱和的水液６０ｍＬ洗涤正丁醇
液，取正丁醇液蒸干，加甲醇溶解并定容至１０ｍＬ；３）
先将乙醇提取液１０ｍＬ蒸干加２０ｍＬ水溶解，水溶液
用水饱和的正丁醇萃取３次，每次２０ｍＬ，弃水液，正
丁醇液合并，用正丁醇饱和的氨试液洗涤２次，每次
２０ｍＬ，合并正丁醇液，用正丁醇饱和的水洗涤１次，每
次６０ｍＬ，取正丁醇层，蒸干，用甲醇溶解并定容至１０
ｍＬ。经比较第３种方法色谱图简洁，分离度好，保留
时间合适，选择该方法为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。人

参皂苷Ｒｇ１的含量测定经比较，优选了流动相比例，以

流动相Ｂ为例，０～１２ｍｉｎ为１９，１２～６０ｍｉｎ为１９～
３６；０～６ｍｉｎ为１９，６～３０ｍｉｎ为１９～２６；０～６ｍｉｎ为
２２，６～２８ｍｉｎ为２２～２６；最终又改为比例０～６ｍｉｎ为
２１，６～２８ｍｉｎ为２１～２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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